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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案例都印象深刻」  

 

周傳久所製作的長照相關報導的國家與地區包括：挪威、丹麥、芬蘭、關島、以色列、荷蘭。在報導歐洲長照的新聞入圍好幾

次卓越新聞獎，他所製作的「丹麥長期照顧」系列報導，獲得二〇一二年曾虛白先生公共服務報導獎。他對丹麥的長期照顧進行全

方位的系列報導，從最一開始的失能預防和怎麼培訓外籍看護，到居家服務實作、當地政府的長照政策、居家服務管區系統、居家

服務資源配置、照管專員訪視，都做了深入的報導。  

 

丹麥因為健全的老人服務政策而被視為社會福利的典範，周傳久親子深入老人社區，與照護員和被照顧的失能老人接觸，並且

訪問到來自台灣的哥本哈根市第一位亞洲裔的市議員王立智，讓觀眾能夠更明白地了解到丹麥在這方面的相關政策。除了丹麥，《活

躍老挪威》系列報導帶大家看到在挪威可以讓老人自己可以參與老人服務；《貼心芬蘭》系列則讓我們看到，七十多歲的老人依舊

可以活躍的運動，「只有臨終前的兩個星期，才躺到床上過日子」是他們的目標  

 
周傳久也關注北歐以外國家的長照制度。《照顧以色列》裡以色列那些因為飽受戰亂而沒有家人的老人被以色列政府給予周到

的照顧，安排住進老人住宅，使他們「老有所歸」；還有荷蘭的公共電視做出鼓勵老人防止失智的節目，讓老人不單單只是「看電

視」而是可以一邊看一邊跟著電視節目的內容思考，做做「頭腦體操」；《銀色杜夢灣》關島的杜夢灣隨是世界知名的度假勝地，

但在沙灘和飯店的附近卻蓋有低收入老人住宅，關島住宅政策讓沒辦法支付一般房租的老人在退休後不會無家可歸。  

 

周傳久在北歐各國報導長照，透過這些系列報導，觀眾可以知道，長照的方式很多元甚至是很有創意的，也可以看到很多值得

台灣學習的地方。  

 

在這麼多個國家採訪過這麼多的案例，是否有最印象深刻的案例呢？「其實每一個都很印象深刻，沒有一個是特別深刻的。」

對周傳久來說，每一次的案例和故事都是獨特的，都是他花了很多心思準備，每一個都很珍貴，所以並沒有所謂「最印象深刻的」。 

 

「事前準備」最重要  

 

提到關於採訪的部分有什麼技巧，周傳久表示，採訪前的準備工作是最重要的，只要有做好準備，就不怕面對困難，所以「事

前準備」是他不斷在強調的。他說，受訪模式會根據受訪對象的不同而改變，「不是所有對象都閒閒等你，有機會時就要把握機會

準備」。先前聯繫受訪者的時候就要排除受訪者比較抗拒接受訪問的這類問題。「就像是你和同學約出去吃飯一樣」，流程包含確

認地點、菜色、餐廳，如果在戶外會不會下雨？沒有做功課的後果可能是一場不愉快的聚餐，採訪也是一樣，「事前聯繫的時候要

盡可能地排除外部問題」。  

 

做足準功課，採訪問題迎刃而解  

 

過去一年周傳久去了比利時、丹麥、荷蘭等國家。採訪都是獨自一人完成，包括採訪前準備資料、聯繫當地採訪對象、採訪完

後的剪輯後製。在正式採訪之前，他的準備工夫會花上一年，從搜集資料、參考書籍到與人討論。在進行採訪前，也會和親友、神

職人員討論，或是致電到即將要採訪的單位了解狀況。  

 

關於採訪的結果與預期結果有時候會有落差的情況，周傳久表示因為採訪前有完善的準備，所以他的實際採訪與預期一般上不

會有太大的落差「如真的有落差，就是比想像的來得更豐富。」  

 

在採訪丹麥居家服務的時候，受訪的居服員告訴周傳久說被照顧者非常高興他的採訪，原先的擔心都因為周傳久的友善和禮貌

而一掃而空。這種和善的採訪態度讓老人也不會抗拒被採訪或拍攝。  

 

而拜訪的都是與台灣使用不同語言的北歐國家，當談到是否有因為語言不通而面對採訪的困難的時候，周傳久說當地的人都很

友善，對於問題幾乎都是有問有答，真的聽不懂的時候就用網路翻譯機溝通，而自己也有學一點當地的語言，在丹麥長照系列報導

中，周傳久與受訪者們溝通的主要語言為英語，所以語言反而不是太大的問題，但前提是要問。  

 

將心比心  

 

周傳久重強調「以人為本」，他的受訪者有老人家、兒童、智障者，跟這些特殊族群溝通，技巧在於「將心比心」，站在他人

的角度想，就會注意到需要特別問或不要問的問題。在訪問這些特殊群體的過程可能會牽扯到隱私或病患不想要病情被公開的情況，

周傳久表示，在訪問之前就要先想好內容和問的態度，這樣就能避免問題問不出來的情況。  

 

雖然說將心比心，但同時也要將自己有疑問的地方勇敢提出來。比方說在採訪丹麥居服員關於老人用藥的安排的時候，居服員

介紹說用袋子比起用盒子更方便記錄和讓老人使用，周傳久對兩者的差別有疑惑，於是就直接請教受訪者這兩者的差異，受訪者也

仔細解釋，雖然袋子與盒子同樣可以標注日期，但盒子其實有可能在老人打開的時候翻倒，相對而言，袋子則比較沒有這方面的擔

憂。  

 

持續採訪   關懷社會  

 

周傳久關注的議題圍繞在「人」，目前的他仍持續在歐洲及亞洲地區採訪，採訪的目標不只是老人照護，也關心教育、環保等

議題。  

 

目前的他，除了是記者之外，也有在大學兼課，但他表示，之後會把事業重點放在新聞上。  

 

周傳久秉持著基督信仰的教導，以新聞作為管道，關心社會，關懷人，看見人的需要，過去跟現在都繼續用自己的專業來幫助

這個社會，未來也會繼續報導這方面的議題。  

 


